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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背景 

2018年 9月 23日， 山东省委印发《关于突破菏泽、鲁西崛起的若

干意见》，支持菏泽适应新时代、把握新机遇，乘势而上加快补短板、塑

优势、增潜能、提质效、跨关口，打造鲁西崛起的高地、全省新旧动能

转换的示范区、鲁苏豫皖四省交界的区域性中心城市。2019年 9月 18

日，省委、省政府在菏泽召开乡村振兴调度推进工作会议。刘家义书记

指出，全省区域发展最大的短板在菏泽，菏泽发展最大的短板在乡村。

刘家义书记强调，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突破菏泽作为一项重要任务，进

一步增强大局意识，加大帮扶力度，促进菏泽更好更快跨越式发展。 

省委、省政府连续两年把菏泽工作摆在全省的重要日程，为菏泽市

带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。刘家义书记指出，突破菏泽，最关键的是乡

村振兴。刘家义书记一语点破制约菏泽发展瓶颈的主要短板。山东省科

技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团队长期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问题，现结合

已有研究成果，立足菏泽实际，浅谈关于突破菏泽、加快菏泽市乡村振

兴的若干政策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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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全市农业农村农民规模位居全省前列，发展优势突出。 

根据菏泽市第三次农业普查资料，截止 2016年底，全市主要指标位

居全省前列。全市乡级单位数全省第 1名，村级单位数全省第 7名，自

然村数全省第 1名。农民登记人数全省第 2名，农户数全省第 2名，农

业生产从业人员数全省第 2名。耕地面积全省第 2名，小麦种植面积全

省第 1名，玉米种植面积全省第 1名，豆类种植面积全省第 2名，棉花

种植面积全省第 1名，蔬菜种植面积全省第 2名，瓜果类种植面积全省

第 1名。生猪养殖规模全省第 3名，牛养殖规模全省第 5名，羊养殖规

模全省第 1名，家禽全省第 3名，淡水养殖面积全省第 5名。木材采伐

量全省第 2名，苗木生产量全省第 6名，采集林产品销售额全省第 2名，

林下经济活动经营主体数全省第 1名、林下经济面积全省第 4名。农业

普查数据显示，菏泽市自然村数量、农村人口数、农户数、种植业规模、

养殖业规模及林业规模在全省处于重要地位，农业资源优势突出，发展

潜力巨大，同时也表明菏泽市的“三农”问题在全省各项工作中的重要

性。 

 

二、全市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短板突出， 乡村振兴任务艰巨。 

根据菏泽市第三次农业普查资料，截止 2016年底，全市关键指标位

居劣势，相对落后。 

一是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、受培训比例低。全市农民中

小学及以下人员比例 48.8%、全省第 1名，初中人员 40%、全省第 16名，

高中或中专人员比例 8.5%、全省第 15 名、大专及以上人员比例 2.80%、

全省第 16名。此外，受过农业专业技术培训分比例为 3.49%、全省第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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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。 

二是农民就业方式相对单一、就业渠道较窄。全市农民中离乡人员

比重 8.2%、全省第 4名，从事非农业人员比例 61.6%、全省第 4名， 其

中务工人员比例多达 82%，雇主、自营、公职人员比例较低。此外。从

事农业人员中，种植业从业人员占 97.11%、全省第 2名、林业从业人员

占 1.1%、全省第 8名、畜牧业从业人员占 1.5%、全省第 16名、渔业从

业人员占 0.07%、全省第 14名、农林牧渔服务业从业人员占 0.28%、全

省第 16名。 

三是农业生产方式单一、新型经营方式类型薄弱。全市农业生产方

式以生产为主的比例为 84.7%、全省第 10位、生产与加工一体化比例相

对较低。农业经营方式以传统经营方式为主，公司+农户、农民合作社、

专业协会、土地托管等新型经营方式仅占 0.03%、全省 16名，以传统经

营类为主，餐饮住宿、采摘、垂钓、农事体验及其他新型经营类型仅占

0.03%、全省第 17名。 

四是乡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、公共服务质量有待提升。全市自然村

数全省第一，客观上决定了乡村改造的难度。全市已经实现所有村通公

路、通电、通讯、通网，也已基本实现全部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、

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、有医疗卫生机构、有幼儿园、托儿所等。

但是，全市通天然气的村占 3.10%、全省第 17名；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

部分集中处理的村占 3.68%、全省 17名；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占

54.3%、还有 45.7%的村庄没有完成；有水冲式卫生厕所的村占 15.4%、

全省第 16名；使用天然气的农户占 24%、全省第 16名。据调研，大量

自然村落的污水处理、天然气、太阳能设施还不完善，生态环境恶化严

重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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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全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建议。 

一是坚持党的领导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。党是领导一切事业的核心

力量，尤其是在乡村振兴这一新领域，问题繁多、关系复杂、任务艰巨，

更加需要加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。抓好组织领导，积极完善各级党组织

的工作机制，理清职责范围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协调配合，全面发力，一

件接着一件干，一项一项抓落实。加强乡镇、村委会等基层党组织的力

量建设，选优配强农村党组织班子，加快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，切实

提升基层组织力。 

二是坚持规划先行，加强统筹、因地制宜。全市自然村数量大、规

模小。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，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、区位

条件、资源禀赋等，按照集聚提升、融入城镇、特色保护、搬迁撤并的

思路，分类推进乡村振兴，整合村庄资源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。

在优化村庄空间布局的基础上，加快农村电网改造步伐，统筹推进节水

供水工程，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，统筹供气、供暖、互联网、学校、

体育、文化等公共服务建设。 

三是抓好产业发展，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特色农业。综合发挥农业比

较优势，进一步夯实种植业、畜禽养殖业等产业优势，加快发展农业“新

六产”，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、文化旅游、医养健康、生态环保、商贸

物流业、休闲农业、创意农业等新型经营方式，拓展农业多种功能，培

育终端型、体验型、智慧型、循环型等新产业新业态。划定粮食生产功

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，打造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，加快国

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，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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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积极培育新型农民，全面提升新时代农民综合素质。积极加强

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职业教育投入，拓展农民接收新知识、新技术的

渠道，全面提升农民文化素质。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发展多元

化农业生产性服务。积极推进移风易俗、文明家庭建设，进一步丰富群

众精神文化生活。明确引才育才重点，拓宽引才育才渠道，增强乡村的

人气和活力。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，坚决打击各种非法宗教，发挥好

网格化和“雪亮工程”作用，持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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